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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预防和循证医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抗微生物药物不断开发
，各级政府和广大医务人员不断努力，一些严重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继天花后脊髓灰质炎、麻风
也正在消失，麻疹发病率和病死率明显下降。
但淋病、梅毒等性传播疾病又死灰复燃，20世纪80年代新发现的人免疫缺陷病毒感染（HIV／AIDS）
则已经在全球迅猛蔓延。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畜（禽）共患的传染病频繁袭击人类，如SARS、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肠道病
毒71型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等在各大洲流行或散发。
在发展中国家，肺结核及耐药结核、霍乱和细菌性肠道传染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脑炎、麻疹、登
革热、黄热病、疟疾、食源性寄生虫病、流行性出血热、温热带的基孔肯亚病、丝虫病、血吸虫病，
土壤传播性蛔、鞭、钩等蠕虫病、锥虫病，则仍在严重危害并吞噬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
病毒性乙型肝炎采用疫苗预防以来，在新生儿童及少年中的携带率已明显减少，但青壮年中的发病率
和相关病死率仍居我国传染病前列。
　　可见，当今传染病的形势是：大多数旧有的传染病还在蔓延或重新肆虐；而新发现、多变异或尚
无疫苗预防的传染病原随时都可能引起疫情暴发；有害生物因子泄露与人为生物恐怖袭击事件也随时
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全球气候变暖有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生长和扩散；交通快捷，商贸频繁，旅行交往增加，原本地区局限
性的疫情，常可迅速呈现国际性传播，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并对政治、经济、生活造成>中击
，成为最不安全的持续或突发因素。
　　使命感和责任感敦促我们这些长期从事传染病事业的医务工作者，更要加倍努力，付诸行动。
1989年我院（解放军第三。
二医院）曾由黄玉兰教授主编，出版了《实用临床传染病学》，1999年以陈菊梅教授为首的老一辈编
委又编撰了《现代传染病学》。
这两本书出版发行后，受到同仁们，尤其是临床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又一个10年过去了，我们在国家和部队许多知名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在中青年医、技、研一线工作者
的共同努力下，结合当今传染病学的新观点和对传染病及感染性疾病的防控工作的新要求，将这本书
再版，使得本书能在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方面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本书以临床实践经验为基础，以适合我国国情为出发点，紧跟国际交流和疫情防治信息的前沿，
尽可能获取国内外循证医学的最新资料，对原有章节进行改编或重写，特别增添了近年全球新发传染
病防治、传染病与生物恐怖、自然灾害与传染病，寄生虫病由原有的32节增加为3章47节，并将可指导
实践操作的规范、条例等以附录的形式进行了介绍。
这是一本集传染病诊疗防控现状的高级参考书，具有对医、教、研实际的指导价值。
可供医学院校师生及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全科医生和各级卫生防疫人员阅读参考。
　　本书编写过程中，承蒙全体编委及编者尽心尽责，花费了很多心血，体现了集体智慧和通力合作
的精神。
有的老教授，抱病撰写，一丝不苟，其精神感人至深，难以言表。
在此谨向各位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对老专家们能把一生精博知识凝结于本书的奉献精神深表敬
意。
但由于时间仓促，可能有少数内容求精不够，有些文字尚可推敲，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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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第1版的基础上，对原有章节进行了删减、改编和重写，增加了全球新发传染病的防治、传染
病与生物恐怖、自然灾害与传染病等内容。
全书共分两篇14章，全面介绍了传染病的特点、诊断、治疗、防控，以及可指导实践操作的规范、条
例等内容。
本书是全面反映传染病防治研究和临床现状的重要参考书，对医、教、研人员都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可供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全科医师、各级卫生防疫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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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玲霞，女，1938年3月出生，江苏常州市人。
现任解放军第三○二医院专家组成员，主任医师，文职1级、技术1级。
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肝病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解放军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肝病学分会第四届顾问，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传染病重大专项十一五课题评审组
专家，中央保健会诊专家，解放军医学杂志副总编。
196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
1989年在日本东京都立驹込病院进修。
1962年至今工作于解放军第三○二医院，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1988-1995年任该院业务副院长。
1993年兼任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硕士生导师、1998年兼任博士生导师。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48年来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30余年来主要从事病毒性肝炎的诊断、治疗、抢救、预防及研究工
作。
具有丰富的专科临床实践经验。
曾总结发表过病毒性肝炎的诊断与抢救、慢性肝炎的发病机理与治疗、抗病毒导向治疗等方面的论文
共70余篇。
主编“传染病病案分析”、“肝炎防治360问”，参与编写“实用临床传染病学”等著作12部。
七五、八五、十五期间曾承担总后卫生部招标课题，九五期间参与国家卫生部科教司招标课题研究。
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三等奖10项。
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优秀教师奖。
荣立三等功2次。
　　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科学委员会第5、6届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第2、3届副主任委员、解
放军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主任委员、全军预防医学中心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肝病学分会主
任委员等职。
　　周先志，男，1962年1月出生，湖南华容人。
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大校军衔，主任医师。
1984年8月毕业于湖南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同年入伍，后勤指挥学院后方勤务系军队卫
生勤务专业在职研究生，清华大学现代医院工商管理（EMBA）高级研修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总后第
二期师职干部国家安全管理（MPA）高级研修班结业。
　　历任解放军第三○二医院科室副主任、主任，医务部副主任、主任，副院长兼医务部主任、院长
；2008年12月任总后勤部卫生部科训局局长。
现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军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届理
事会理事兼医学科学研究管理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第
一届委员会执委常委，全军第八届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传染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
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兼传染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第一届常务理
事。
2003年4月至7月任解放军小汤山医院副院长兼专家救治组组长。
　　先后获省部级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7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编专
著6部，参编专著9部。
　　荣立个人一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005年4月作为军队特邀英模代表参加了2005年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2007年8月出席全军
英模代表大会，受到胡锦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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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中心检验项目一览表附录E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附录F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附录G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附录H  传染病学常用缩略语附录I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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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微生物侵入的数量　　微生物侵入引起感染，除具有一定的毒力外，还需要一定的数量。
毒力越强，引起感染所需要的数量越少，如鼠疫杆菌在无特异性免疫的机体仅需数个细菌即可致病。
志贺菌属仅10～100个细菌则可导致腹泻。
而沙门菌属引起食物中毒则需亿个细菌。
　　（三）微生物侵入部位　　细菌侵入机体需要在特定的部位才能感染，如痢疾杆菌必须经口进入
人体，在大肠下部黏附、定居、繁殖引起的炎症病变，也有一些微生物侵入部位不止一个，如鼠疫杆
菌可经呼吸道引起肺鼠疫，也可经口或是皮肤破损侵入引起鼠疫。
这与微生物的生物特性及宿主特定部位具有该微生物的特异性黏附受体有关。
　　二、宿主的抗感染防御机制　　人体有完整的免疫系统，由免疫淋巴器官和参与免疫应答的细胞
及免疫分子构成。
当病原微生物侵入人体后，首先遇到的是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抵抗。
一般经过一段时间后产生特异性免疫，清除入侵的微生物，使得疾病恢复。
由于微生物的抗原不止一种且抗原性不同，能够有助于清除病原的保护性抗体的产生，决定着疾病的
恢复过程。
　　（一）非特异性免疫（先天性免疫）　　非特异性宿主防御功能是宿主抵抗力的一部分，可阻碍
微生物入侵。
这种保护作用可以是人体固有的（如完整的黏膜皮肤、溶菌酶、补体），也可为外源物质存在的或入
侵的结果（如细胞因子、NK细胞）。
对任何微生物而言，该防御功能是阻挡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线。
　　1.屏障结构　　（1）皮肤及黏膜屏障：完整的皮肤是抵抗微生物人侵的机械屏障。
几乎没有任何微生物有能力穿透皮肤，只有通过节肢动物作为媒介，或经皮肤损伤、湿疹、外伤、外
科切口或是静脉内插管等途径才能进入。
但乳多空病毒是个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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